
关系美学读后感(模板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帮助!

关系美学读后感篇一

“这《卡耐基人际关系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帮助你解
决你最大的问題：如何与工作、生活中的人相处得更好，并
能影响他们。”

1937年此书出版时，就是用以上这段话开始的，当时一般人
认为这是本有用的书，但销售量不会好，故一开始只印了五
千本，但一夜之间这《卡耐基人际关系学》就轰动全美国，
很快就传遍世界，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之一，几乎每种
文字的翻译本都有了。

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现在这类书可以说太多了，但是
鲜有卡内基这样的常青树。因为他们违背了一个基本原则：
真诚地关心他人。甚至很多用卡内基图书做培训材料的机构
也是把读者当傻瓜，看哪，我比你聪明，让我来教教你。

卡内基讲故事的方式很容易学到，卡内基的基本原则可并不
容易学到。

夏天的时候，我常到缅因州一带钓鱼。我个人很喜欢吃鲜奶
油草莓，但是为了某种奇怪的理由，我想鱼儿宁愿吃虫。所
以当我钓鱼的时候，我想的不是自己要的，而是鱼儿要什么。
我没有用鲜奶油草莓当钓饵，而是用虫或蚱蜢，然后我便可
以向鱼儿说：“你们要不要尝尝看？”

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做法。



有人问他许多战时领袖，像威尔逊、奥兰多和克里蒙梭，都
逐渐在人们心中褪色，他如何仍能位居要津？乔治回答：如
果一定要归诸一个原因的话那就是，你得看什么鱼，用什么
饵。

为什么要提到我们的需要？那是多么幼稚、荒唐。不错，你
注意的当然是自身的需要，但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对此感兴
趣了。我们也正和你一样只注意自己的需要啊！

关系美学读后感篇二

我所选的这本《人际关系学》只是众多同名书籍中的一种版
本。但我相信众多版本的《人际关系学》大体一致！其中，
书中的关于人际关系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纷，见仁见智的。而
就我的借鉴理解，及书中作者的，人际关系定义如下：人际
关系是指社会人群中因交往而构成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
社会关系，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中文常指除亲属关系以外的
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总称，也被称为“人际交往”，包括朋友
关系、学友（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战友关系、
同事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个体均有
其独特之思想、背景、态度、个性、行为模式及价值观，然
而人际关系对每个人的情绪、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甚
至对组织气氛、组织沟通、组织运作、组织效率及个人与组
织之关系均有极大的影响。

在日新月异、经济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际关系显得日益
重要。怎么说呢，大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
外交，小至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
道，这无一不涉及人际关系。

所以人际关系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在一段过程中，彼此借
由思想、感情、行为所表现的吸引、排拒、合作、竞争、领
导、服从等互动之关系，广义的说亦包含文化制度模式与社
会关系。



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也许不用我多说，都或多或少地清楚知
道！

《卡耐基人际关系学》中，虽然没有直接教导我们怎样去处
理人际关系，但他教育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卡耐
基说，在别人犯错误的时候，尤其是社会阅历不如自己的人
犯了错误，我们不要直接去批评他，因为在我们认为是错误
的时候别人并不这样认为，在你想发脾气训人的时候，先对
自己说：“等一等”暂停一分钟，然后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
这个问题，当你认真考虑他的立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
已经不那么气愤了，这个方法将很好的让你变成一个很有耐
心和宽容的人。如果你想要在领导方法上超越自我，希望改
变其他人的态度和举止时，请您记住“给他人一个美名，让
他为此而奋斗努力。”所以，在别人犯错的时候，请换个角
度来“教育”他，让他能够欣然接受并乐于改正它。

关系美学读后感篇三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读后感

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当代青年读过几本马克思的原
着？重燃恰同学少年般五四的激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就绕不开毛泽东，自己也开始自觉的读些毛泽东的着作，
了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探索，更好的了解我国
的社会主义进程和当代的国情。前两天，刚拜读了《论十大
关系》。

《论十大关系》一文，是毛泽东花一个半月，听取中央政
府34部门的工作回报后，在1956年5月2号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做的报告。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
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
位，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
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
关系等十个方面论述当时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在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主要的问题。本文应该属于以毛泽东
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重工业
对一个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只有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才
能不受制于人。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50年代末中俄关系的
恶化，就体现要想不受制于人，必须有自己的高科技体系和
工业体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地区要利用
好原有的工业基础，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处于战争布局的
考虑，要平衡工业分布，新建的工厂要大部分放在内地。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重视经济建设，降低军费，
裁军。保证国家的财政更多的用于经济的建设。经济建设是
国防建设重要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需要的良好的国际
环境的保证。()同时毛泽东尤其重视核技术的发展，重视高
精尖国防工业的发展。军工技术的进步，同样促进民用技术
的发展。特别就是民用大客机运10，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
试航成功。

十大关系中，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
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
单位，个人的关系都是关于经济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
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间都透漏着经
济的因素。

十大关系，亦可谓十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些关系，不光是建
国初期面临的问题，也是现在将来都存在的问题，而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已给我们指明了基本方向。它不但适用于过
去，也适用于现在和未来。在国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建设
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是辩证的，人生也是辩
证的。作为大学生，我们也需要处理身边的种种关系。学习、
工作与休闲娱乐关系，必须适当分配时间和精力。学习工作
两不误，两者互相促进，适当的休闲娱乐能够促进学习和工
作的效率。



毛泽东虽然有这么好的理论，但还是犯了重大的错误，如文
革中的冲击公检法机关，无政府主义思潮。造成社会动荡。
这说明，只有好的理论是不行的，还是要看理论和实际的结
合，落实良好的政策。这也我从十大关系学到的比较重要的
一点。

关系美学读后感篇四

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
同时，我研读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读完之后深有感
触。同时对于毛主席这部着作中涉及我国经济、政治与文化
等各方面的论述对党和国家以后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作
用，可谓影响深远，值得后人敬仰。

要了解《论十大关系》的影响和意义，就先要了解《论十大
关系》产生的时代背影和中国当时处于什么状况之下。20世
纪50年代中期，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进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
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
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选择了苏联模式，这也是难
以避免的，但是，苏联模式本身存在着一些弊端，并且这一
模式也未必适合中国。所以，1955年2月，毛泽东用一个半月
的时间，找了34个中央部委同志谈话，对我国经济建设情况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在集
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
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
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
述。《论十大关系》正式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
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任务。这就是当时
《论十大关系》产生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
因素调动起来，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
线。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一方面是从研究和总结我国经济
建设的问题中提出来的，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
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个问题，即十
大关系：(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
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
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
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
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就是十大关系
的主要内容，而十大关系主要针对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
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可谓是涉及全面，见解到
位。

所以在当时中国那样的背景下，《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正
好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做了铺垫。《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从中国
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改革
的若干设想，等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马
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
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确立，起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张，实际上
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有关报告、决议中去了。
所以，把这个报告，连同八大确立的路线和毛泽东稍后发表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作是中国共产党
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主要
成果，是符合实际的。50年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
基本思想和主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
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个战略思想既包含了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又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新鲜经验。

因此，结合新阶段的新任务重温《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对于我们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推动中国经济
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论十大关系》的研读，我对党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了
更清晰地认识和了解，也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
力。

关系美学读后感篇五

寒假里看了一本国际关系史，照例作一份读书笔记，不过这
次换成电子版。

第一编欧洲国际关系的形成(1618~1789)

第一章1618~1648的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波西米亚国王斐迪南废除新教徒享有的特权，引起新教徒的
愤怒。而斐迪南的波西米亚王位刚好被废除，却刚好被选中
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斐迪南挥兵打败反叛的臣民，并继
续把战火烧到德国西部的新教领土。

战争第一阶段，斐迪南和天主教盟友，对阵，波西米亚新国
王弗里德里克，取得胜利。

战争第二阶段，丹麦新教国王，加入德国新教联盟。后来新
教联盟瓦解，天主教同盟也由于天主教军统帅华伦斯泰引起
的政治问题瓦解。

第三阶段，瑞典和法国加入战局。法国是大陆顶级强国，虽
然是天主教红衣主教黎塞留执政，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法
国加入新教一方。于是战争变成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波旁家



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战争。最后，戏剧性的，连教皇也
加入法国阵营。

最后法国以其强大的实力取得胜利。

三十年战争是近代最为惨烈的战争，残酷程度堪比20世纪的
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中，德国四分五裂，被分成300多个独立
国家。德国到两个世纪之后，才恢复元气。

战后开了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了整整五年(1643~1648)，和
会标志着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

第二章法国的欧洲扩张战争和英荷的海上争霸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位，法国实力非常强盛，拥有最大的陆
军常备军。早期，西班牙为报三十年战争之仇，在1649入侵
法国，战争持续近十年，法国胜利，取得卢森堡和法兰德斯
的一部分。之后路易十四继续扩张，通过对西班
牙(1667~1669)和对荷兰(1672~1678)两场战争，实际只得到
了法兰斯孔太。法国实际已经国力不支，于是通过外交手段，
获得新教属地斯特拉斯堡共和国的控制权，这引起了其他国
家的高度警惕，不过路易十四并没有意识到。

在1685年，废除了由法王亨利四世颁布给新教徒权利的南特
敕令，引起新教高度恐慌。人民纷纷流亡其他国家，法国损
失了大量人才，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反对法国提供借口。
在1688年，英国驱逐了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拥立他的女
儿，玛丽为英国女王，同时邀请她的丈夫，荷兰摄政奥兰治
的威廉同登王位，为威廉三世。因为法国是天主教，而且，
威廉和路易是宿敌，因此英法关系瞬间由友好变为敌对，从
此英法斗争长达100多年。

英国，加入西班牙、瑞典、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公国组
成奥格斯堡反法同盟。战争同时在，欧洲印度美洲展开。战



争之后，签订《立兹威克和约》，法国失去1678年后的得到
所有领土，国力大为衰退。

海上霸权起初在西班牙，不过经过1588西班牙“无敌舰队”
被英国海军和同时的大风暴打击，逐渐衰落。荷兰从西班牙
独立，17世纪上半叶，荷兰的海船超过其他国家总和，阿姆
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大海港和贸易中心。17世纪上半叶开始，
英国达到国力的顶峰，不过1640~1649的内战，使英国焦头烂
额。内战结束，克伦威尔领导下的英吉利共和国吞并爱尔兰。
在1651年颁布航海条例，极大打击荷兰的垄断。经
过1651~1654，1665~1667，1672~1674，三次英荷战争，最终
荷兰国力不支，把海上第一强国地位交给了英国，英国从此
独霸海上长达两个半世纪。

第三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世纪、18世纪之交)

西班牙王位有两个继承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和法
国王太子。于是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的竞争。
但是，戏剧性的是，西班牙国王的遗言是，把西班牙帝国完
整的交给法国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孙子。路易十四想了好久，
因为如果接受，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虽然都是他的子孙，
但是他孙子将变成一个西班牙人，西班牙还是不属于法国。
但是不接受，就直接把土地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最后，路
易十四宣布接受。于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拉开序幕。

法国，对阵，神圣罗马帝国，英国，荷兰加上丹麦瑞典。前
期法国占劣，后来，反法联盟崩裂，法国在德南的局部战役
中大胜，双方妥协。签订《乌特勒支和约》，西班牙被肢解，
大家都妥协了，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但是英国，
获得了直布罗陀海峡等战略要地，和大量法属北美殖民地，
英国逐渐插手大陆事务。

注：之前西班牙属于奥地利



第四章北方大战和俄国崛起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瑞典崛起获得大片领土，波罗的海几
乎变成瑞典内湖。瑞典资源人口都很少，唯一的财富来源是
波罗的海贸易，但是波罗的海的进口被宿敌丹麦控制，因此
国家非常不稳固，因此瑞典实行扩张政策，为了获得但泽
港1665向波兰宣战，史称北方战争。未果，但却通过哥本哈
根协议获得了丹麦手中的波罗的海入海口。瑞典扩张，引起
英荷海上强国的严重关注，因为他们都需要波罗的海的补给
基地，但泽港是荷兰最重要的谷物贸易基地。最后荷兰，法
国经过外交斡旋结束了战争。

战争期间，与丹麦的斯堪尼亚战争1676~1679遭受一连串失败。
瑞典还在1675费尔贝林败给了新崛起的德国东北部强国普鲁
士。但是因为瑞典和法国有着良好的关系，虽然失败，但几
乎没有任何损失，反而有所收获。

东方，莫斯科公国崛起，其附近的宿敌波兰立陶宛王国逐渐
不支，1667安德路索夫和约中，俄国获得了战略意义的基辅
和斯摩棱斯克两城。使内陆国家走向波罗的海，重新打通与
西方交流的通道。但是波罗的海被瑞典占据，于是俄国非常
想除去瑞典这个障碍。俄国传奇的彼得大帝(1682~1725)
在1697开始他的西欧之行，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最后在短
短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把俄罗斯从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和
西欧列强几乎平起平坐的近代国家!

俄罗斯原本和奥地利一起对付土耳其，但是奥地利为了抽出
精力对付法国，在1699与土签订了卡尔洛维茨和约。彼得发
现，西欧都在关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对他的共同对付土耳
其的想法一点也不关注，于是不得不，结束对土战争，把目
光投向北方。1700，彼得决心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结
束与土的战争。立即向瑞典发动战争，史称北方大战。当时
瑞典查理十二继位，才15岁完全没有军事和外交经验，波兰
王国同时想恢复自己的大国形象，想夺取瑞典港口。于是，



俄国，波兰，丹麦，一起对瑞典发动战争(1700~1721)。

神奇的是，瑞典军队实力是有名的强大。初期丹麦军队，就
被瑞典人打败求和。波兰的进攻也失败。彼得的军队包围来
纳尔瓦，却被一支人数少得多的瑞典军队打的溃不成军。之
后就是波兰俄国和瑞典长期的`消耗战争。最后奥古斯都退出
波兰王位，波兰瑞典战争结束。彼得大帝，却卷土重来1704
夺得纳尔瓦，随后在涅瓦河口，建立了圣彼得堡的基础。转
折点是1709乌克兰的波尔塔瓦战役，俄国胜利，在1714彼得
新建的波罗的海舰队在汉科战役中，打败瑞典舰队。从此俄
国真正崛起。

北方力量失衡，引起大国严重关注，由于政治问题，英法暂
时和解。英荷法三国结盟，劝说瑞典将北德的不莱梅和维尔
登割让给汉诺威(就是英国，因为汉诺威家族入主了英国)，
换取法国对瑞典海军的财政资助。在法国斡旋下，北方大战
结束，1721《尼斯塔得和约》，俄国获得大片领土，瑞典割
让不莱梅和维尔登给汉诺威，把西波美拉尼亚割让给普鲁士，
把石勒苏益格割让给丹麦。瑞典帝国崩溃，俄国崛起。

从此欧洲有了10年的基本和平时期，大国分别为，英国海上
强国，弱点是必须关注汉诺威局势。法国是大陆军事强国，
非常强大。哈布斯堡奥地利帝国则领土非常广泛，但很分散，
很难统治。普鲁士17获得西波美拉尼亚，由霍亨索伦家族威
廉一世控制。俄国也开始强大。波兰则由于实行君主选举制，
王权衰弱，贵族权力达到顶峰，国家衰落十分严重。1709波
尔塔瓦战役中，俄国战胜瑞典，利用自己的影响把萨克森的
奥古斯都二世推上王位，波兰成为俄国附庸。

1733奥古斯都去世，有两位候选人，波兰贵族莱津斯基，是
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另一位是已故国王的儿子，萨克森新
选侯奥古斯都(与父同名)。背后是神圣罗马帝国和俄国。因
为在东欧形成了俄奥普的军事同盟，威胁法国安全，因此，
背后是大国的对抗。1733，贵族议会选举莱津斯基为国王，



俄国立刻大举入侵，立刻举行新选举，在军队监视下，选举
萨克森选侯为王，为奥古斯都三世。因此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法西联盟进攻奥地利控制下的意大利。1733，1734年战争中，
法西联军获得部分胜利。1738年签订，第三次维也纳和约。
这一次战争，法国通过不触动敏感地带，汉诺威和奥属尼德
兰，使荷兰和英国置身事外。英国自以为有强大海军，因此
对大陆局势采取游离态度，把大陆外交冲裁权交给了法国，
这结果把欧洲拖进绵延的战火。

第六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查理六世没有男性子嗣，因此他想把领
地传给女儿玛丽亚·特丽莎，因此颁布家族契约，却不被大
国所承认。法西关系破裂，1725签订了第一次维也纳协定，
西班牙奥地利结盟，西班牙第一个承认了家族契约。英法发
现西奥结盟，回答是建立汉诺威同盟，并吸收了普鲁
士。1726，俄国为加入大国游戏，加入第一次维也纳协定，
俄奥结盟，当时偶然的决定，却使以后俄奥一直走了下去。
俄国奥地利结盟，普鲁士为了东部边界的安全投入了西奥俄
的怀抱。欧洲产生了两大敌对集团，但是却并没有战争爆发，
因为法奥都不想打仗。法国首相弗勒里，1726~1743执掌相印，
是和平主义者。

但是表面虽然平静，其实危机四伏，第一英法根本利益不一
致，第二英法没有承认家族契约。

在173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英王乔治二世签订第二次维
也纳协定，同时允许西班牙王的儿子卡洛斯进入奥属意大利
当巴马公爵。因此，西班牙和巴马加入协定。

法国对这个协定怀有深深的敌意。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
同年，普鲁士威廉一世，和俄国安娜女皇也去世。普鲁士的
弗里德里克二世继位，有着非常精锐的八万人陆军，不愿意
继续承认他父亲对“家族契约”的承认。于是在1740年11月



大举侵犯，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的序幕
战西里西亚战争开始。同时法国，弗勒里已经不再主宰法国
政策，换上来的是好战的贝里斯尔元帅。1741，普法签订第
一次布莱斯劳协议，入侵奥地利。

战争打到1748年，签订亚琛条约。战争中，法国，西班牙，
巴伐利亚，萨克森，撒丁，普鲁士一方。英荷，奥地利一方。

最后玛丽亚对哈布斯堡的继承基本得到承认，西里西亚归普
鲁士，意大利，系拔牙和哈布斯堡南北对峙，奥地利的巴马
和比阿森给了西班牙。从此普奥成了世仇，18世纪中叶是欧
洲关系分水岭，从此，英法和普奥的厮杀主宰了欧洲舞台。
俄国则决定了天平倾向哪一方。

第七章，七年战争

英法剧烈斗争，几乎在战争边缘。奥地利为夺回被普鲁士占
领的西里西亚，与法国结盟。法国认为，与原来英国一方的
奥地利结盟会削弱英国地位，于是同意。1746俄国与奥地利
结盟，对付普鲁士威胁，签订双女皇条约，1750英国加入。
为了保护汉诺威，不受普鲁士侵略，英国俄国结盟，1755签
订圣彼得堡条约。普鲁士收到俄普威胁，于是1756和英国签
订威斯敏斯特条约。法国感觉普鲁士背叛，1756和奥地利签
订第一次凡尔赛条约。

普鲁士极度不安，弗里德里克大帝认为，俄奥将快攻击普鲁
士，于是1756发动对萨克森的战争。于是1756俄国为了支持
萨克森，加入第一次凡尔赛条约。法奥签订第二次进攻性凡
尔赛条约。于是普法对抗英奥变成法奥对抗英普，俄国一方
面偏向英国，又和奥地利结盟。

1756开始了七年战争，由海外殖民战场，和大陆战场组成。
大陆战场，法奥俄瑞典，部分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对抗力
量特别悬殊，国王弗里德里克二世有着天才的军事指挥能力。



最后1763，在英国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在巴黎签订，巴黎和
约，法国衰落，并失去了大国的地位。

1763波兰国王去世，新波兰国王与俄国决裂，俄国出兵，土
耳其在普奥怂恿下，与俄国开战，第一次俄土战争，俄国大
胜，最后1774俄普奥签条约《库楚克卡纳吉和约》。第二次
俄土战争1787~1792.


